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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抗寒性是植物适应低温条件的一种生理反应袁
它与细胞膜的结构尧 生理活性及其酶防御系统的活性有着
密切关系遥 有关低温胁迫对辣椒抗氧化酶系统的影响目前
已有报道[1-3]袁但多数集中在极端低温对辣椒幼苗的影响袁同
时也忽略了大田条件下昼夜温差的影响遥 笔者模拟不同昼
夜温度对始花期辣椒进行低温处理袁 旨在探讨低温胁迫下
辣椒的抗氧化酶系统的变化规律袁 为辣椒早春和晚秋耐低
温栽培提供理论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用苏椒 5号渊 耐寒冤和苏长红辣椒渊 不耐寒冤2
个辣椒品种遥
1.2 试验处理 试验于 2005年 11月耀2006年 4月进行遥
将上述辣椒播种于 7.5 cm伊10 cm伊10 cm的塑料营养钵中袁
用淮安市现代蔬菜园艺技术研究中心配制的有机活性基质

栽培袁大棚常规管理遥 当辣椒进入始花期渊 平均每株开 1朵
花冤袁将植株转移至人工气候箱中袁光照约为 1 500滋mol/渊 m2窑s冤
左右袁光周期为 12 h袁30 益/20 益处理 2 d袁然后分别于 30
益/20 益渊 CK冤尧25 益/15 益和 20 益/10 益处理 6 d遥每处理至少
12株袁样品取自植株上部嫩叶袁3次重复遥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脯氨酸含量采用茚三酮法 [4]测定曰
MDA含量采用 TCA法 [4]测定曰过氧化物酶渊 POD冤活性采用
愈创木酚法[5]测定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低温对辣椒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渊 图 1冤 由图 1可
以看出袁在对照条件下袁苏椒 5号和苏长红辣椒叶片中的脯
氨酸含量没有明显差异袁随着处理温度的降低袁2个品种间
叶片中脯氨酸含量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袁 至 20 益/10 益时差
异达到最大遥 同时袁随着处理温度的降低袁2品种叶片中脯
氨酸含量均呈稳定上升趋势遥其中袁苏长红辣椒上升幅度较
大袁25 益/15 益时比对照增加了 67.41 %袁20 益/10 益时则增
加了 123.94 %曰 而苏椒 5号的脯氨酸含量上升缓慢袁25 益/
15 益时比对照增加了 7.81 %袁20 益/10 益时增加了 17.73 %遥

2.2 低温对辣椒叶片 POD 活性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
出袁无论是在常温条件下还是在低温条件下袁苏长红辣椒的
POD活性都比苏椒 5号高遥 同时袁 随着处理温度的降低袁2
个品种的 POD活性不断增强遥 苏椒 5号叶片中的 POD活
性增强幅度相对较大袁 与对照相比袁25 益/15 益时增加了
63.161 %袁20 益/10 益时增加了 205.26 %曰 苏长红辣椒增幅
相对较小袁25 益/15 益时比对照增加了 37.04 %袁20 益/10 益
时则增加了 133.33 %遥 可以看出袁 辣椒品种的耐低温性越
强袁低温下叶片中 POD活性增加越明显遥

2.3 低温对辣椒叶片MDA含量的影响渊 图 3冤 从图 3可
以看出袁 无论在常温还是在低温条件下苏长红辣椒叶片的
MDA含量都比苏椒 5号低遥随着处理温度降低袁2个品种中
MDA含量均有所增加遥 与对照相比袁25 益/15 益时苏长红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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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低温胁迫条件下袁对抗寒性不同的 2个辣椒品种的脯氨酸含量尧POD活性和 MDA含量进行了研究遥 结果表明袁随着处理温
度的降低袁辣椒叶片中的脯氨酸含量尧POD活性尧MDA含量均呈不断升高趋势遥 其中苏椒 5号的MDA含量增幅较苏长红辣椒小曰苏
椒 5号的脯氨酸含量和 POD活性的增幅则大于苏长红辣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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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hysiology Response of Pepper Leaf to Low Temperature
REN Xu蛳qin et al ( College of Agriculture, Yangzhou University袁Yangzhou袁Jiangsu 225009 )
Abstract Pepper (Capsicum annuum L.) was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to study the physiology response of its leaf to low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as low temperature became intensified, that Pro content, POD activity and MDA content in leaf were all increased. The range of
MDA content increased in leaf of Sujiao No. 5 was less than that of Suchanghong under the lower temperature. While the adding range of Pro
content and POD activity of Sujiao No. 5 were more than that of Suchanghong with the temperature蛳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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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温对辣椒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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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低温对辣椒叶片 POD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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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增加了 187.33 %袁20 益/10 益时增加了 456.46 %曰25 益/15
益时苏椒 5号增加了 90.62 %袁20 益/10 益时则比常温增加
了 264.19 %遥 因此可见袁处理温度越低袁膜脂过氧化程度越
深袁细胞膜透性越大袁对辣椒的伤害越大遥

3 结论与讨论

脯氨酸作为逆境下植物组织和细胞中主要的渗透调节

物质袁是植物抗逆性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遥脯氨酸对植物抗
逆性有着重要作用袁它不仅作为渗透调节剂 [6]袁而且能保护
膜结构袁防止膜脂过氧化[7]遥 叶片中脯氨酸含量的累积是植
株对低温环境作出的生理适应性响应袁脯氨酸含量越高袁说
明品种耐低温能力越强遥研究表明袁植物游离脯氨酸的含量
与植物的抗冷性呈正相关[8]遥在对辣椒进行不同温度处理时袁
幼苗生长基本正常渊 没有出现冷害症状冤袁苏椒 5号叶片中
脯氨酸含量在 20 益/10 益时的增幅是苏长红辣椒的 7倍左
右袁说明苏椒 5号耐低温性远远好于苏长红辣椒遥

POD在保护酶系统中主要起着酶促降解 H2O2的作用袁
使植物表现出一定的抗逆性袁 抵抗有害物质对细胞伤害的
能力增强[9]遥该研究中袁虽然苏长红辣椒的 POD活性值比苏

椒 5号高袁但在低温条件下袁苏长红辣椒 POD活性的增幅
却较苏椒 5号小遥这是因为随着处理温度的降低袁POD活性
的增强袁细胞清除超氧自由基 O2-的能力加强袁植株耐低温
的能力增强曰且 POD活性的增幅与辣椒抗低温性呈一定的
正相关性的缘故遥

MDA含量通常作为膜脂过氧化的指标袁表示细胞膜脂
过氧化程度和植物对逆境反应的强弱[10]遥 在低温胁迫下袁细
胞内易积累过多的自由基而导致膜质过氧化袁引起膜伤害遥
该研究表明袁 低温胁迫程度加大袁 辣椒幼苗膜质过氧化物
MDA含量增加遥 从品种差异上看袁耐寒性强的苏椒 5号在
低温胁迫下MDA含量增幅小袁耐寒性差的苏长红辣椒则增
幅较大遥 这说明在低温胁迫过程中袁对低温反应较强烈袁苏
长红辣椒膜脂过氧化作用程度深袁遭到低温伤害较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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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温对辣椒叶片MDA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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